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产业竞争力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产业竞争力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502460433

10位ISBN编号：7502460438

出版时间：2012-11

出版时间：冶金工业出版社

作者：王昆　著

页数：176

字数：155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产业竞争力研究>>

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从垂直专业化的视角，研究了中国产业竞争力与价值增值的问题。
在研究过程中，一方面从理论上构建了中国产业竞争力形成机理，另一方面从实证上分析了中国在参
与垂直专业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

　　本书对于政府机构部门的决策人员、出口导向型企业的管理者以及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具有一定
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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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昆，1983年生，河南开封人，经济学博士，江西理工大学讲师。
主要研究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产业经济与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作为主要参与人，参与多项国家、省部级社科课题，先后在《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产业经济研究》、《上海经济研究》、《商业经济与管理》等重要期刊上发表专业学术论文10余篇，
尤其是对垂直专业化分工理论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分析，一些观点得到同行专家的关注和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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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二节产业竞争力的理论基础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影响一国产业竞争力的因素
有许多，国内外诸多学者也运用不同手段，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一国产业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尽管其
具体的结论可能有所差异，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大都可以将这些因素划归到两大经济理论中，即
比较优势理论和竞争优势理论，因此，这两大经济理论也是产业竞争力形成的重要理论基础。
 一、比较优势理论 谈及比较优势，一般指的是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和赫克歇尔-俄林（以下简
称H-O）的要素禀赋理论。
其中，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是建立在各国劳动生产率存在差异的基础上，而要素禀赋理论则是对比
较成本理论的扩展。
 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是指不同国家生产同一种商品的机会成本差异，即是说如果一个国家在本国生
产某一种商品的机会成本（用其他商品来衡量）低于在其他国家生产该商品的机会成本，那么这个国
家在生产该商品上就拥有比较优势，而这一差异或者说比较优势是来源于各国在生产同一产品时劳动
生产率的差异。
同时，他认为只要存在比较优势差异，各个国家就能利用这一差异，通过专业化分工生产，进而相互
交换所需产品，最终从国际贸易中获取利益。
 由此可见，比较优势理论回答了国际贸易中两个最基本的理论问题：（1）明确了国际贸易的广泛基
础，依照比较优势理论，任何一个国家只要在某种商品成本上存在不同比例的差异，就有参与国际贸
易的可能性；（2）明确了国家之间进行专业化生产的特殊选择，即按照各国的比较优势进行选择生
产。
但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并没有从根本上解释造成各国比较成本差异的原因，也不能很好地解释
区域间发生的贸易和产业竞争力的来源。
 20世纪30年代，赫克歇尔和俄林则进一步发展了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成本理论，创立了赫克歇尔一俄林
要素禀赋理论。
该理论假定两国的生产技术是相同的，即劳动生产率本身并不存在差异，这是不同于李嘉图比较优势
理论的重要之处，同时还假设生产要素在一国内部可以自由流动，但在两国之间完全不能流动。
在这两个重要假定下，赫克歇尔和俄林通过运用多种生产要素理‘论发展并替代了李嘉图的单一生产
要素理论。
他们认为，一国比较优势体现在生产同一商品时的价格相对差异，而这种差异又源自各国商品生产成
本的相对差异。
他们从两个方面论述了这种成本差异的来源：一方面是因为各个国家生产要素禀赋的不同，另一方面
是生产各种商品所需使用的生产要素的比例不同。
所谓的要素禀赋，是指一国生产要素的拥有状况，不同国家间的要素禀赋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如有的
国家资本丰富，有的国家劳动力资源丰富，有的国家技术丰富。
而所谓的生产要素的比例，是指一种商品在生产过程中所需使用到各种生产要素投入之比，不同产品
生产所需的生产要素之比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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